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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早上送 7 岁儿子去上学时，他

突然问我：“妈妈，你不是说再也不

给姐姐零花钱了吗？昨晚怎么又给

了？”儿子的话让我哑然失笑，我告

诉他：“她是我的女儿啊，怎么可能

真的不给？她一个人在外面读大

学，总要吃饭、买日用品……”

我给儿子解释，前几天我之所

以说那样的话，不过是看女儿乱买

东西，希望她把心思用在学习上、把

钱用在刀刃上，因为双方理念不同，

她又一副倔强的样子，我气极了，才

撂了狠话。

我一边走，一边漫不经心地跟

儿子讲话，可一低头却发现他正仰

着头听得十分认真。我心里一惊，

突然意识到，我口无遮拦“要挟”女

儿的时候，18岁的她自然辨得清我

话里的水分，但我却忘了当时儿子

也在身旁，他把这话听进去了，而且

把每个字都当真了。

这不由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

一则新闻，一个被拐的孩子接受采

访时说，因为记得妈妈曾说过“再不

听话就不要你了”，导致他 14 年间

一直不敢寻亲，认为可能是父母不

要自己了。看吧，那些我们脱口而

出的话多有威力。很多父母都对孩

子说过类似的话，比如我，有时候，

孩子不听话，脾气还犟，身为母亲，

我舍不得打他们，便只能逞口舌之

快。我就对儿子说过好几次：“再不

听话，把你扔到垃圾桶去。”我当然

不会把他扔到垃圾桶，可在孩子的

心里这些话都是可能兑现的。现在

想起来，儿子一直很排斥垃圾桶，遇

到垃圾桶都会绕道而行，很大程度

是我这句话给他带来了不好的影

响。

我有一个朋友，她的孩子正处

于叛逆期，每天惹事，让她头疼不

已。终于有一次，她情绪爆发，对孩

子说：“滚！有多远，滚多远。”孩子

也在气头上，把这话当了真，立即跑

出了家门。结果，她只好发动亲朋

好友全城寻找，幸好最后找到人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今天不准吃饭，饿死了拉倒！”

“你今天要是敢出去，出去了就别回

来！”“你敢不听话，我就打断你的

腿！”……像这样的例子，每个父母

都能举出两三件来。很多时候，父

母总感觉不说几句狠话，就拿捏不

住孩子。这些狠话不过是父母无奈

的示威罢了，却犹如利箭伤害着亲

子间最珍贵的情感。

此刻，看着儿子清澈的眼神，我

只想告诉他：“妈妈爱你们，妈妈说

过的‘狠话’都不算数。以后，妈妈

会好好说话。”

“狠话”的威力
■ 管洪芬

周末的下午，阳光和煦，微风不

燥，我决定趁着好天气去公园里走

走。刚进公园的大门，就听见不远处

传来清脆的童声。

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六七岁的小

女孩双手叉腰站在她妈妈面前，认真

地“讲道理”。她表情严肃，声音带着

急切：“妈妈，我已经很乖了，今天，你

答应我可以多玩一会儿的，现在时间

还没有到！”小女孩理直气壮地说，

“而且，我早上写完作业了，作业写完

就可以玩，对不对？”这小小“辩论家”

太可爱了！她那认真且条理分明的

样子，让我想起了我的女儿——她这

么大时，也总喜欢和我“讲道理”。

我的女儿小米从小就是个爱讲

道理的“小棉袄”。记得她5岁那年，

因为不想吃蔬菜跟我讨价还价：“妈

妈，我知道吃蔬菜对身体好，但你

看，我现在也很健康，我更喜欢吃

肉，吃肉可以长高！”我忍不住笑出

声：“是啊，肉确实能给你力量，但

是，蔬菜里面的维生素可以帮助你

长得更高、更有活力。我们可以吃

一点肉，再吃一点蔬菜，营养均衡才

是最好的。”

小米眼珠转了转，说：“好吧，妈

妈。那我们可以先吃肉，再吃蔬菜，这

样我就有力气吃更多蔬菜了！”她一副

认真商量的模样，让我无奈又好笑。

按照她的“道理”，我们达成了一项“小

协议”：先吃最爱的肉，再慢慢吃蔬菜。

从那以后，每次到吃蔬菜的环节，她都

会笑嘻嘻地说：“妈妈，我真是太讲道

理了！”

一次，我们讨论看电视的时间，小

米认真地对我说：“妈妈，你说不能看

太久电视是怕伤眼睛，对不对？我可

以每隔10分钟闭一会儿眼睛、做一做

眼保健操。”她瞪大眼睛，一副一定要

说服我的样子。我嘴上说着“你这孩

子怎么这么爱讲道理”，心里却感慨：

这小娃娃在用她的方式理解世界，试

图找到与它相处的方法。她的“小道

理”，有时会让我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过

拘泥“规矩”，忽略了孩子纯净的视角。

比如，有一次，我在工作中遇到

了挫折，没有像往常一样陪小米玩。

她跑过来问我：“妈妈，你今天怎么不

笑呀？”我告诉她工作上遇到了一些

困难，小米眨了眨眼，思考了一会儿，

轻轻握住我的手，说：“妈妈，你可以

跟我说呀。我们一起想办法！你总

说遇到问题要冷静，就像我不想吃蔬

菜时，先吃肉，再慢慢吃蔬菜。工作

也是这样，你可以先做简单的，再做

难的。”这番稚嫩的“道理”让我豁然

开朗。或许在孩子眼里，问题从不复

杂，解决它们的方式也很简单：从容

不迫，慢慢来。

眼前的小女孩还在和妈妈“据理

力争”，她和我的女儿一样，都渴望通

过自己的思考与语言去影响身边的

世界。这种天真、坚持的力量，让人

欣慰又幸福。

如今小米已经长大了，虽然不再

像小时候那样每天和我“讲道理”，但

独立思考和善于表达仍是她性格中

最珍贵的部分。每当遇到问题，她总

会理性分析、沉着应对，保持着独特

的“讲道理”风格。作为母亲，我倍感

欣慰。

毕竟，“讲道理”是她心智成长的

印记，也是我们亲子沟通的桥梁。

儿子佳佳生性顽皮，到托儿

所才一个星期，我们就频繁接到

老师的告状，让我既恼火，又无

奈。

那天下午接他回家，刚进门，

他就嚷着要下楼去小广场玩。小

广场上有许多健身器材，我答应了

他，并叮嘱道：“只许在广场玩，不

许跑远。”佳佳满心欢喜地下楼了。

我忙完家务推窗张望时，却

见他把拖鞋当玩具——抬脚往高

处猛踢，看拖鞋凌空飞起，又疾速

落地，再趿着另一只拖鞋蹦跳着

去追赶。接着，又用力踢一脚，如

此循环往复，玩得不亦乐乎。我

忍着笑意，下楼叫他回家。儿子

委屈地申辩：“你刚才同意我下楼

的！”我先让他坐下，然后问：“说

说看你刚才是怎么玩的？”

儿子说：“健身器材没意思，

不好玩，我好久没有抛东西玩了，

这样特别开心。”我顺势引导：“你

光脚踩在地上不会扎得疼吗？袜

子弄脏了怎么办？”谁知他满不在

乎：“脚一点都不疼！”我有点生

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一句反话：

“既然你不怕疼，干脆把拖鞋和袜

子都脱了去玩吧。”

听我这么说，儿子眼睛发亮，

迅速脱掉拖鞋，弯腰去脱袜子，还

仰头认真追问：“裤子要脱吗？”

我一听，知道自己弄巧成拙

了。该怎么挽回呢？我硬着头

皮对儿子说：“你过来让妈妈打

脚底板，如果你不喊疼，就准你

去。”儿子急切地跷起小脚，我打

了一下，他说：“不疼。”我又打了

一下，他问：“怎么还要打？你要

打多少下呢？”挨打时他还很较

真：“说好打脚底板的，现在你打

到脚背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始

料未及的，儿子据理力争、满脸正

气，倒衬得我像个蛮横无理、黔驴

技穷的“暴君”。

意识到自己的失策后，我调

整了策略，蹲下身子和儿子商量：

“妈妈是担心你受伤，才不想你光

脚下楼玩。现在你穿好鞋袜，带

着小皮球下楼玩，好吗？”

儿子脸色瞬间阴转晴，穿好

鞋袜，欢天喜地地玩去了。他向

来豁达，不会一直记着今天这出

闹剧，可我却不敢忘怀这件事的

教训：因为一句赌气的反话，我把

自己赶进了死胡同，让教育陷入

僵局，更让儿子觉得我说话不算

数，满腹委屈。

这件事也提醒我，与孩子相

处应该平等相待，切忌对孩子冷

嘲热讽、蛮横压制，这样不仅不利

于孩子明辨是非，也是不尊重孩

子的可笑之举。

“妈妈，我们学校门口有人卖炸

鸡，闻起来好香啊，我想吃。”“不可

以！不知道用的什么油，不卫生。”

“妈妈，我想吃雪糕！”“不可以！

你体质弱，吃完又会肚子疼。”

“妈妈，我想去楼下跟小朋友一

起玩。”“不可以！外面灰尘多，人又

乱，不安全。”

我跟女儿之间经常有这样的对

话。每次我说出“不可以”3个字时，

都觉得自己理由充分，但被拒绝的次

数多了，女儿难免生出失望来。这

时，我总会自我安慰：“孩子还小，不

懂大人都是为她好，将来等她长大

了，就能明白我的一番苦心了。”

直到有一天，我去听一位心理咨

询师讲课，她分享了自己的婚姻故

事，她和丈夫感情基础很好，但是婚

后两人之间却小摩擦不断。比如有

一天，她跟同事出去吃饭，发现厨师

做的红烧排骨特别好吃，专门问了烹

饪的方法、买全了材料，花了不少工

夫做好了这道菜，高高兴兴地喊丈夫

来吃，丈夫尝了一口后，说：“好吃，就

是咸了点。”她听了，不高兴地说：“如

果你觉得咸，那就别吃了。”丈夫没有

觉察到她的情绪变化，埋头夹菜，说：

“没事，凑合吃吧。”她更不高兴了，立

刻放下筷子，说：“你吃吧，我不吃

了。”丈夫追问她怎么了，为什么发脾

气，她听了更加生气，大声指责丈夫

不会说话，然后自己窝在沙发上大哭

起来。

这位老师说，她在婚姻中因为一

点小事就情绪失控，跟童年的经历有

很大关系。她童年时，无数次跟母亲

提出要求都被拒绝，比如，她放学后

画了一幅画，兴冲冲地跑去问母亲自

己画得好看吗，母亲非但没有夸奖

她，反而大声训斥：“你放学回来这么

长时间，就知道整这个，你作业写了

吗？画这个有什么用？”她觉得自己

成绩跟不上，提出报个辅导班，跟同

学一起去上课，母亲立刻拒绝：“不

报。你要是学习那块料，还用得着报

辅导班？”她想去同学家玩，母亲又一

口拒绝：“不行。这个家装不下你

了？非得上别人家去。”因为从小一

直被否定，所以成年之后她很难去信

任别人，也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位老师的故事让我深受触

动。我开始反思自己与女儿的关系，

原来，我也给她传递了太多的“不可

以”。我开始尝试改变与女儿的沟通

方式，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对她

提出的要求给予适当的反馈，比如，

带她品尝街头小吃，但是控制次数；

允许她下楼跟小朋友玩，提醒她注意

安全，记得按时回家。这样的改变不

仅让我和女儿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也

让她变得更加自信、开朗，更愿意跟

我分享。

我意识到，教育的真谛不是用

“不”字筑起护城河，而是在和孩子一

起探索未知空间中，帮助孩子更好地

成长。

让孩子在“可以”中成长
■ 张军霞

编者按
语言即教育。父母脱口而出的每个字，都在孩子心里播撒着认知世界的种子。在亲

子沟通与自我成长中，语言既可以是思维发展的桥梁，也可能成为侵蚀孩子的“毒药”。本
期，我们和家长一起思考语言的“分量”，以期用更智慧的方式来表达爱和期望。不过，家
长也不必草木皆兵，最好的说话之道，从不是精心设计的话术与套路，而是蹲下身来，生命
对生命的凝视与尊重。

反话的闹的闹剧剧
■ 颜士州

爱爱讲道理讲道理的的““小棉袄小棉袄””
■ 李凌非

自从儿子上小学，我的每个

周末都陷入苦战。平时早上6点

多就赶着上班，只有周末才能睡

个懒觉。可儿子恰恰相反，他一

到周末就兴奋不已，大清早就把

故事机的音量调得特别大，我忍

无可忍，朝他吼道：“不能把声音

调小一点吗？”等我起床，看他丝

毫没有要做作业的意思，又严厉

训斥道：“除了玩，你还知道什

么？”

直到有次检查儿子的语文作

业，用“像”字造句，儿子竟然写

道：“妈妈发起火来，像狮子一样

凶。”这句话让我惊觉自己的教育

方式出了大问题。

我不禁想起电视剧《小欢喜》

里的一幕，宋倩责骂女儿英子逃

学时，不断用“你对得起我吗”等

话语来宣泄自身的不满。现在的

我和她如此相似。我们总是用命

令式、嘲讽式的语句教育孩子，却

不知这样的方式极大地伤害了孩

子的内心。

改变从一次数学考试开始。

儿子漏做了好几道计算题，小心

翼翼地把试卷递到我眼前，然后

快速低下了头。我接过试卷，咽

下冲到嘴边的：“试卷做完你不知

道检查吗？你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了吗？”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拍了

拍儿子的肩膀，对他说：“革命尚

未成功，小同志要继续努力呀！”

听到我这话，儿子睁大眼睛，一脸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一点小小的

转变，让我和儿子的关系更融洽

了。接下来，我给儿子讲解错题

时，他听得特别认真。

上个月儿子学游泳时，因为

撤掉浮板后经常呛水，他连着两

周都拒绝去学游泳。教练让我

带他去练习，我没有说“这点苦

都吃不了”之类的话，而是鼓励

儿子：“‘奥特曼小朋友’，勇敢地

去打败你的‘小怪兽’吧。妈妈

觉得你一定可以的。妈妈和你

一起去学，比比谁更厉害。”在我

的鼓励下，儿子高兴地继续去练

习游泳了。

看着儿子在鼓励与肯定中一

点点进步，我更加明白了，我们要

学会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

少用硬邦邦的语气与孩子沟通，

多给孩子正向的鼓励。只有这

样，亲子间的沟通才会更加顺畅，

亲子关系才会更加和谐。

不
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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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婷
芳

薄暮时分，我和孩子们拎着汉

堡包往家走。一抬头，望见月亮，是

让人欢喜的满月。只是那天霾重，

月亮像是蒙了一层纱，朦朦胧胧，宛

如印象派的画作。

对于我这个比喻，孩子们不以

为然。儿子说：“月亮像要融化了一

样。”雾气的层层笼罩下，月亮的边界

模糊不清，像笔墨在纸上洇开。女儿

说：“像含在嘴里慢慢化掉的棒棒

糖。”我想象被口水焐化的棒棒糖，再

抬眼去看月亮，觉得女儿的比喻很精

准。月亮圆圆的，泛着橙黄光晕，可

不就是一枚橘子味的棒棒糖？

我被她这个比喻惊艳到了，但一

番夸奖之后，还是忍不住扫兴起来：

“怎么一到写作文的时候就想不出这

么美妙的比喻句呢？”回到语文学习

中，女儿的比喻句就变成了“弯弯的

月亮像小小的船”，这自然不错，但平

淡无奇，毫不出彩。而且，这样的比

喻句，她从一年级用到了五年级。不

出意外的话，还会继续沿用下去。

我时常觉得奇怪，曾经，她不

懂何为比喻，但却可以道出很多让

人耳目一新的妙喻。她两岁时，我

们担忧她尿床，夜间总是格外容易

惊醒。一次夜里，她说想尿尿，先

生一个激灵惊坐起，迅速将她带至

卫生间。她事后描述道：“爸爸像

弹簧一样，一下子弹了起来。”第一

次吃薄荷糖，她说：“嘴巴里像开了

空调。”吃蜜枣粽的时候，她细细地

抿，说：“我现在是一只小蜜蜂，我

在采蜜呢。”……在没有正式学习

比喻这种修辞前，她常有这样灵光

一现的时刻。

然而，上了小学，她开始学习语

言的章法，从此，造句、作文便只有

“弯弯的月亮像小小的船”这样四平

八稳的语句。我想，也许她刚习得

规则，束缚之下很是拘谨，小心翼翼

只是为了不出错。至于出彩，那是

将规则内化于心，游刃有余之后才

会发生的。

这样想来，我的焦虑慢慢稀释

了。当下，她只是一个被规则唬住

的小女孩，渐渐地，待她丈量过规

则的边界、熟稔这方天地，自会带

着对“棒棒糖月亮”的想象，在文字

里挥洒自如，快乐从容。

被束缚的想象力
■ 谢小白

本
版
图
片
均
为
资
料
图
片


